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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低碳減排的環保風潮
下，不少名廚都強調自家
食譜是運用本地食材製作

而成，利用本地食材入廚不但能確保食材新鮮，而且
更能彰顯本地文化的特色。日前，筆者正好有幸獲邀
試吃一席「港人港菜」。
「港人港菜」，顧名思義就是在香港「一本多元」
的文化環境下，交匯碰撞而成的獨特菜式，這些菜式
也多符合香港人的口味；除此之外，香港本地食材也
是「港人港菜」的靈魂。
席中有道「燒豬腩肉拼金衣鳳冠脆卷」，光看菜名
大概只能猜得一二，所謂「燒豬腩肉」其實就是叉
燒，不過這裏把坊間常用的豬脢頭改為豬腩肉。

「拖地叉燒」美味又下飯
豬脢頭肉是剔去骨頭的豬肩胛肉。這個部位肉質
細嫩，肥瘦相間，只要不是烹得過火，基本不會難
吃。而且，瘦又夾雜着脂肪的肉正好適度地保持了
肉的油香，因此人們總愛用它來做叉燒、咕嚕肉等
菜式。
那為什麼這道菜偏要用豬腩肉呢？據主人家說是源
於一個失誤。原來，席中所用的主要食材都是由主人
家的農場和零售店提供。因為夥計失手把原作為「燒
腩仔」的豬腩剁成塊狀，所以只好改變做法，改為當
晚所見的「叉燒腩肉」。
雖說這是個失誤，卻反造成了一個不錯的效果，其
實昔日不少燒臘店都是以豬腩肉作叉燒，豬腩肉油脂
豐富、熱量十足，很適合從事體力勞動的藍領階層。
豐腴的脂肪配上香濃的叉燒醬料更是「配飯神器」，
一口豬腩一口飯，既飽肚又美味。在元朗，就有食店
用「肥到拖地」的豬腩肉做叉燒，並命名為「拖地叉
燒」，形象鮮明獨特。另外，我還曾經吃過一種用黑
糖做的叉燒腩肉，味道也很不錯。

爽脆雞冠搭配香菇腐皮
至於「金衣鳳冠脆卷」，字面看有點難理解是什
麼，這其實是加入了「雞冠」的「炸腐皮卷」。
年輕人應該沒幾個吃過雞冠，乍聞這道菜時會表現
得有點抗拒。事實上，雞冠富含膠原蛋白和維生素E
等營養，是女士們一直追求的「美容補品」。事實
上，雞冠的本味很淡，加上口感爽脆，與菇菌為主要
食材的腐皮卷挺搭。
中國人常言：「無雞不成宴。」雞，永遠是席中的
主角，除了「金衣鳳冠脆卷」外，當晚自然也試了不
少「雞」的菜式，像「太史雞絲花膠仿蛇羹」、「葱
油脆皮芝麻皇健雞」、「三杯醬焗杏鮑菰雞架」等。
這些都是由本地飼養的雞隻烹調，食材本身已經很新
鮮，加上廚師有心思的搭配，味道更是不錯。
席上還有一道龍躉，也是頗有說頭，留待日後慢慢
說⋯⋯

●葉德平博士（香港教育大學「文化傳承教育與藝術
管理榮譽文學士」課程統籌主任、「戲曲與非遺傳承
中心」副總監，曾出版多本香港歷史、文化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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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寨城「三不管」
學子仍望「躍龍門」

世上聰明人很多，然而「聰明」是什
麼？聰明的最佳定義應為「具潛質」。
《中庸》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
道。」上天給予每人個性與潛能，如何
把它們合適地發揮出來？答案就在找到
「當走的路」。
筆者相信這一代的孩子會比筆者聰
明，他們不論在營養、教育、課外活動
等方面的資源都比筆者幼時優越。

聰明的孩子愈挫愈勇
有些孩子起步不錯，贏在起跑線上，
誰知人生是一場耐力賽，不幸後勁不
繼，在終點線上不見縱影。古語有云：
「行百里者半九十。」又云：「小時了
了，大未必佳。」都是在提醒人一日未
到終點，不要開心得太早。
有些孩子出師未捷，早早便遭遇失
敗，挫敗感令他們失去信心，更令他們
認為自己沒潛質。誰知要發揮人的潛
能，是要經過無數的起跌、失敗和鍛煉
的呢？時時失敗卻永不放棄的人自認愚
拙，其實是聰明的。
孔子在他人生之中，曾誇獎過自己一
次，談到自己好學。他說：「十室之
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
也。」潛能人人皆有，但不是人人都能

發揮，而好學就是發揮潛能的最佳方
法。

「學霸九式」激勵孩子
筆者挑選了九個成語，把它們歸納為
「學霸九式」，用以激勵孩子建立優良
的學習態度和習慣，其中包括：溫故知
新、學思並重、舉一反三、博學詳說、
學以致用、開卷有益、業精於勤、自強
不息、不恥下問。筆者在此挑其中兩式
作深入闡述。
第一式為「溫故知新」，是指重複溫
習所學，是不斷會有新發現的。
祝新華教授提出了六個閱讀能力層

次，由低至高的能力層次分別為：複
述、解釋、重整、伸展、評鑒和創意。
溫故，有助鞏固某一層次之能力；熟習
了，學習才能跳躍上更高的層次，從而
達到知新。
例如：在熟讀李清照之《聲聲慢》
後，筆者突然想出一個問題來，為何作
者用「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
戚戚」這七個疊字來作開頭？筆者於是
重讀原文，就在詞的最後一句發現了線
索。詞的最後一句是這樣的：「這次
第，怎一箇愁字了得？」原來作者在談
到自己經歷了一連串的磨難之後，再怎

能單用一個「愁」字來表達內心的愁，
惟有用七個疊字來作開筆。
起初讀《聲聲慢》的時候，只顧理解

字、詞、句的意思，到了掌握之後，才
能再作深入和高層次的思考。因此，溫
故而知新，是有原因的。
第二式為「博學詳說」。這個成語來
自孟子的「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
也」。
博學，即多閱讀，多自學，多向別人

求教。詳說，即詳細說出所學。說約，
即深入淺出地把學會的東西表達出來。
學霸為何要這樣做？
列子曾經向關尹子學習射藝。有次列

子射中靶心，便問關尹子自己的表現如
何。關尹子問：「子知子之所以中者
乎？」（你知道自己為何能做得到
嗎？）列子回答說：「弗知也。」關尹
子說：「未可。」列子於是退下來練
習，之後再問關尹子。不料關尹子向列
子發出同一個問題：「子知子之所以中
乎？」這次列子回答：「知之矣。」關
尹子便說：「可矣，守而勿失也。故聖
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
由於篇幅所限，未能一一盡說學霸九

式。然而當中有一式，能夠達到「八合
一」的境地——自強不息。

早前有齣以「九龍城寨」為
題材的電影上映，十分賣座，
一時間掀起了「九龍城寨」的
熱話。連究竟應是「九龍城
寨」，還是「九龍寨城」也成
熱議。

按理說應該是「先有寨，後有城」，城寨的位置
正位於九龍灣的中心地帶，凡從鯉魚門進入香港水
域的船隻，都可在山上的塾台（瞭望台）望見。倘
若在此處建一座炮台，當有防守之效。
不過當時清政府慢條斯理，不肯決斷，令海盜橫
行，知道張保仔等大大小小的海盜利用本港海域和
周邊星羅棋布的小島港灣作根據地，洗劫附近沿海
的村落、搶掠來往的船隻，清政府才下決心去解決
海盜問題。

1847年正式稱「九龍寨城」
根據清朝嘉慶年代編修的《新安縣志》記載，政
府在九龍城寨原址建炮台是在道光元年（1821
年），並將佛堂門炮台移建，命名為「九龍寨」。
有趣的是張保仔早在1810年接受招安，海盜問題基
本解決，這是名副其實的賊過興兵。幸好這些沿海
炮台並未浪費，在日後的兩次鴉片戰爭中都起了防
衛的作用。

當時的九龍城寨還不是一個「城」，也歸大鵬營
管，寨內只設把總一名，防兵三四十名。後來清朝
添建寨城，用石鋪城牆，又增建炮台，至1847年圍
牆築成，「九龍寨城」才正式命名。
1840年至1842年期間的鴉片戰爭清廷戰敗，被
迫簽署《南京條約》，令英國佔領了香港島。1846
年兩廣總督耆英向朝廷奏請在九龍地方建立城池駐
守，以便監視英國人在香港的活動，既防止船隻走
私，又可對付海盜侵擾、應付突如其來的變化等。
上奏獲批，第二年九龍寨城竣工。後來九龍寨城被
劃分至九龍城一帶發展，居民習慣了居住在九龍城
區，亦將「九龍寨城」叫做「九龍城寨」。
1898年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後，九龍和新界
的地方也被英國佔領，由於九龍寨城名義上仍歸清
政府管治，寨城外卻為港英政府管治，最終出現
「三不管」（港英政府不敢管、英國政府不想管、中
國政府不能管）的「無政府狀態」。也由於這個因
素，讓犯罪分子與貪污不法之徒有可乘之機，令區
內治安不靖。
在日佔時期，城牆和很多建築都因日軍需要石材
修機場而遭到大肆破壞，令城寨界線模糊。犯罪集
團為他們自己的利益而極力吹噓這裏是「黃賭毒」
不禁，一些江湖傳說、黑幫仇殺，也是時有所聞。
到 1984年 12月，中英兩國簽訂《中英聯合聲

明》，英國政府於1997年7月1日將香港交還給中
華人民共和國。1987年兩國達成協議，清拆九龍寨
城，並於原址興建公園，盡量保留寨城一些原有的
建築物及特色，寨城公園竣工後只留下衙門、石
額、牆基、石樑、柱礎、古炮等。
儘管對寨城很有興趣，但焦點都落在「三不

管」、「黃賭毒」這些話題，大家知道寨城內也曾
有重文化、興教育之功嗎？
從九龍寨城公園的東正門進入，瞬間就如置身在

中國的傳統園林。一路迴廊曲榭、小徑通幽，你很
難想像到百多年前的污穢光景。一直向前去，南面
有一幅底色灰色、字體綠色的照壁。壁上寫了「海
濱鄒魯」四字，表示「此學堂瀕海一隅，為大智大
道之所」，這反映了中國傳統是多麼注重文化、道
德修養。
儒家文化的鼻祖孔子和孟子的故鄉分別是春秋時

期的魯國和鄒國，因此後人常用「鄒魯」來指文化
禮儀發達的地區。鄒魯是對文化昌盛之地的代指。

將沿海的文化名城，如廣東潮州、福建福州、漳州
等，都有「海濱鄒魯」的稱號。

「龍津義學」象徵城寨人期望
與這道大照壁對照的就是「龍津義學」。「龍津
義學」與寨城一同於1847年落成，是一座貢院式建
築，是義學，亦作聚眾商討要事之鄉公所之用。九
龍司建立義學目的是為「移民實邊」，即吸引新移
民前來九龍寨城一帶聚居，從事漁農礦業生產，以
為駐軍提供物資支援，所以政府必定要同步在新區
開設學校，才可以吸引人民自願遷來。
義學的門聯得以保留下來，上寫：
其猶龍乎？卜他年鯉化蛟騰，盡洗蠻煙蛋雨；

是知津也，願從此源尋流溯，平分蘇海韓潮。

正是魚躍龍門、追本尋源，全是城寨人的期望。
●雨亭（退休中學中文科教師，從事教育工作四十
年）

發揮潛能有良方 人人都可成「學霸」

●盧偉成MH校長（筆名孺子驢，播道書院總校長、香港教育領導協會主席、新城電台親子節目《人仔細細》嘉賓主持、中國
文化研究院學科顧問，致力在中、小學推行中華文化教育，並把中華文化價值觀之學習滲透於各個校園生活環節中。）

◀ 清拆前的九龍寨城
(1987年)。 資料圖片

●●圖為圖為「「燒豬腩肉拼金衣鳳冠脆卷燒豬腩肉拼金衣鳳冠脆卷」」。。 作者供圖作者供圖

風徽華夏傳千古 鼓響清江祭屈原

古代有功績的歷史人
物或英雄豪傑去世後，
多有祠廟供奉，或至少
有墳墓或衣冠塚等，供
人致敬憑弔。祠廟旁的
大門、楹柱或墓塚的旁

邊，多撰有對聯，概括人物的一生功業，以示
後人對其景仰。
本期所選對聯刻於湖南汨羅屈原祠廟，歌頌
的是戰國時期楚國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

哀怨託離騷 生面獨開詩賦祖

孤忠報楚國 餘風波及漢湘人

上聯表揚屈原在文學上的成就，講述他被流
放時創作了《離騷》，以寄託哀怨情思；《離
騷》風格獨特，開創文壇新格局，是漢魏辭賦
之先祖。下聯讚頌屈原對國家的忠誠，指他自
投汩羅江，以表達對楚國的一片孤忠；其盡忠
報國的精神長存後世，漢江、湘江一帶人民每
年五月初五都會紀念他。
屈原「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
（司馬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早年深
受楚懷王寵信而擔任要職，曾提出「聯齊抗
秦」的外交策略，以期協助楚國實現統一大
業；後來楚懷王誤信讒言，屈原遭受誣陷而被
流放沅、湘之地。

屈原個性耿直，在流放期
間雖然心懷怨憤，但是仍心
繫家國，「憂愁憂思而作
《離騷》。」他以理想對抗
現實的浪漫主義精神，透過
豐富的想像和生動的比喻，
托物寄興，抒發自己熱愛宗
國而無法效力的悲痛，以及
遭受不公平對待的哀怨。
《離騷》全詩纏綿悱惻，感
情強烈。他所寫作品還有
《九歌》、《天問》等，是《楚辭》的代表
作，都具有獨特的風格和表現手法，後人稱之
為「騷」體。
當秦攻破郢都（楚國首都），屈原悲憤至
極，最後在五月初五投江明志。相傳楚國百姓
得知此事都非常哀痛，紛紛划船到汨羅江營救
他，不過始終找不到屈原，於是敲鑼打鼓驅散
魚兒，以免屈原的身體被吃掉，又將竹葉包裹
的飯團投進江中祭祀屈原。後來吃糉子、划龍
舟便演變成端午節的習俗。
屈原一生忠君體國，其憂國憂民的高尚情

操，以及潔身自好的堅貞氣節，深受世人所稱
頌。後人為他修建祠廟，以表達對其懷念與崇
敬。屈原祠經歷多次修建，它在清乾隆年間被

遷移到汨羅江畔玉笥山上，這就是湖南汨羅現
存的屈子祠。
時至今日，屈子祠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

位，端午習俗被列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而
划龍舟亦不只是紀念屈原的活動，更成為國際
體壇盛事。
屈原在中國歷史文化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其

「上下求索」、忠君愛國等精神，影響一代又
一代的中國人。千百年來，人們誦讀《楚
辭》，除了欣賞當中瑰麗浪漫的文采，更是歌
頌屈原志潔行廉、心繫家國、可與日月爭光的
高尚情操。

● 本文內容由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中國語文教育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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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本專欄將陸續刊登古今名聯，介紹其內容及由來，分析其格式與作
法，讓讀者認識對聯的體式，並感受所選作品的情味和趣味，體味中華文
化藝術的優秀面。

▼九龍寨城公園的牆上書
有「海濱鄒魯」。

資料圖片

●圖為位於湖北宜昌秭歸縣的屈原祠。 資料圖片


